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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文的爱好始于一场日全食
孙邦正写书的初衷是给他高中时创立

的社团“学军中学天文社”写一本入门天文
学的教材。 现在，这本书已经放到了杭州学
军中学图书馆。

“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学渣的，尤其
是高中的时候，组建和发展天文社，以及写
书，花了挺多时间，学业成绩挺差的。 ”孙邦
正对“学霸”的称号回应很谦虚。 他说，天文
这个爱好开始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的一场
日全食。他清楚记得那次近百年来地球上出
现过最壮观完美的日食，天地瞬间变色，白昼
如何在天体变换中突然走入黑夜的神奇。“那
时候我小学刚毕业，去观测日全食，是老师留
的作业， 要我们观测完以后每个人写一份简
报。 现在想来，当时大部分同学对这个作业都
比较马虎， 可我真的很认真去准备了很长一
段时间。 ”

当时很多同学看到食甚结束， 就是太阳
开始复圆的时候就下楼不观测了。 孙邦正是
那天在楼顶上唯一一个坚持到整场日食结束
的人。 那一天，孙邦正在太阳底下经历了 3个
小时的暴晒，“我想起了小时候老家停电时大
家都在外面聊天或玩耍， 而只有我一个人在
数星星。 不知道是不是我对宇宙的奥秘有着
连我自己都未知的欲望。 ”

高中时就给社团成员上天文课
那次观测日全食后， 刚刚进入初中的孙

邦正开始对天文产生了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兴
趣。他记得第二年的元旦，“1月 1日凌晨有个
月偏食， 发生在半夜两点。 那天夜里冷得要
死，家里人都劝我别看了，可我坚持定了闹钟
起来，当时看到了许多星星，虽然完全不知道
哪颗是什么，就是觉得超级兴奋。 ”两天后迎
来他的生日，1 月 3 日那天， 他收到了爸爸送
给他的生日礼物，人生中第一台望远镜。 从此
对天文观测，一发不可收。

2012 年， 孙邦正进入杭州学军中学读高

中，他联合学校里几位同样爱好天文的学生，
一起创办了天文社团，并担任第一任社长。 除
了聚在一起交流天文知识外， 孙邦正几乎每
个星期都要为社团成员上一堂天文学的选修
课，“杭州其实很多高中后来都发展了天文
社，我们还成立了杭州高中天文社联合会。 我
就想着， 能不能把自己以前给社团成员上课
程时用过的知识点都汇总起来。 大家一定缺
乏这样适合高中生阅读的天文书。 ”

有了想法后， 孙邦正从高二开始着手整理
书稿，一直到高考快结束，才完成只有 87 页
的初稿。 之后，他经历了 3 次改稿，几乎每一
次都是大刀阔斧的修改， 最后一次，“我到了
美国后，读了这里很多原版天文学课程，发现
了原先思路上的区别， 于是重新进行了修
改。 ”这样一来，历时整整 4年，《心阅星空》才
得以出炉。

“他在喜欢的事物上总是很较真”
“我都佩服他，你说改就改嘛。 他把整本

书全部打乱，彻底改了一遍。 ”孙邦正的爸爸
孙富嘴上絮叨着儿子， 听得出心里对儿子满
满都是骄傲，“他到美国后， 给杂志投稿写论
文，一改就改了 28稿。 他在喜欢的事物上，总
是很较真。 ”

儿子跑去美国读天文学， 孙富最初坚决
不同意，“我们希望他学金融， 以后好找工
作。 ”但儿子对天文的执着，让孙爸爸毫无招

架之力，“他一开始报考美国学校时， 和我们
商量，能不能只填 3 个天文专业，再填 6 个金
融专业。 我们想想，金融概率大，好呀。 哪知，
这小子在填报志愿上选的金融专业全是不可
能中的。 我们对这些又不懂。 ”

虽然被儿子设了“圈套”，不过一向开明
的孙爸爸很快释然：“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立
的灵魂，他们热烈追求的梦想，作为家长，都
应该全力支持，不是嘛。 ”孙富知道，做一名天
文科学家， 是儿子孙邦正一直就有的梦想。

“高中的时候，他说自己学渣，他那会的确因
为搞天文社， 精力投入太多， 成绩下滑很厉
害。 ”孙富透露说，儿子对天文非常痴迷，家里
堆满了关于天文方面的书籍。“他在学军中学
搞了天文社，经常出去观测天文现象，学习成
绩都受到了影响，从实验班回到了平行班，但
他仍乐此不彼。 ”

为了自己喜欢的事胆子可以特别大
在学军中学天文社地理指导老师徐勤眼

里，“孙邦正不仅仅是学霸，而是学神！ ”他说：
“学霸只是成绩好一点的学生而已，孙邦正是
个很全面的人。 他功课不赖，体育非常棒，是
国家二级运动员， 在 100 米、200 米的省市田
径赛中经常获奖。 孙邦正还是个棒球迷，曾经
是学校棒球社社长的他还代表中国队参加过
中日韩俄四国中学生棒球邀请赛。

孙邦正现在研究的领域非常专业， 使用

磁流体的结构梯度来追踪星际介质中的分子
云中的磁场方向、确定受自重力影响的区域、
并估算视线方向上的磁场强度。 这么专业的
东西，孙邦正全身心投入，而且胆子也变得特
别大。 孙邦正的爸爸说，儿子现在是 Alexan-
dre� Lazarian 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成员， 团队
中的导师说，他已经 7 年没有收本科生了，但
这次破例收了孙邦正。

“我也是胆子大一点，给教授发了一封邮
件，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教授正好缺人手，
虽然我是本科生， 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试一
下。 后来，教授觉得我的工作热情一直非常高
涨，就让我留在这个团队里做事情。 ”孙邦正
说，跟顶尖专家一起做事，对个人成长非常有
帮助。“后来，教授也给了我机会，让我在 55
位全美顶尖天体物理学家面前做一个关于我
研究的报告， 同时也把我的成果带到世界级
的大会上去，作为他报告的一部分。 ”

孙邦正的这种大胆， 在国内时期也显现
了出来。 孙爸爸说，当时有好几所美国高校录
取了他， 他就自己对这些学校在天文方面的
排名、教授水平等进行了分析，并联系了国内
几位天文方面的院士进行请教。 “他给这些
院士发邮件，得到同意后就背了个包，自己找
上门去拜访。 ”孙爸爸说，儿子看似内向，但在
天文这方面一向敢为人先。

（综合《都市快报》、浙江在线等）

“意料之外”的花艺缘分
一花一叶，娉娉婷婷，看似女生更为擅长

的领域中，潘沈涵表现不凡，成为了代表中国
出战阿布扎比花艺项目的唯一选手。

从小， 潘沈涵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建筑设
计师。 与园林和花艺结缘，潘沈涵直呼“没想
到”———“没想到就是进了中专我就当上了班
长，还会参加这么多比赛。 ”进入上海城建学
校后， 具有美术功底的潘沈涵对花艺产生了
兴趣。 他发现，花艺与传统意义上的插花还有
所差异。 花艺是要先搭建一个架构，再呼应架
构的基础上添加各种花卉。 某种意义上，这也
蕴含着建筑设计的理念， 对花艺师有着更高
的要求。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潘沈涵是此次征战
阿布扎比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里年龄最
小的选手。“我的心理辅导老师说，因为无所
畏惧，所以心态更容易保持好。”潘沈涵说。今
年，中国队是首次参与花艺项目的比拼。 在这
个项目领域，韩国队具有很强实力，在此之前
已经多次获得金牌。

2016 年年初， 潘沈涵被学校选中参加了
花艺项目集训班。 他对花艺的兴趣逐渐浓厚，
还自己到一家花店当学徒。“整理花材，在专
业技师的指导下制作架构， 学习不同的鲜花
搭配与制作手法，我沉浸在花的世界里。 在这
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慢慢形成了自己的
插花风格。 ”此外，潘沈涵还自学了不少有关
色彩、 花卉等相关知识， 这些对于花艺师而
言，都十分必要。

2016 年 8 月中旬，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
赛全国选拔赛在上海举行。 比赛分为 5 个项
目，需要两个整天时间完成。 第一个项目是
做螺旋花束， 下午两个项目是做一个花包，
第三个项目做一个花环。 第二天上午，是做
婚礼新娘捧花。 最后一个项目是“神秘箱”，
针对世赛的主题架构花艺，主题为“阿布扎
比我来了”。“神秘箱”是花艺项目比赛的难
点，选拔赛中，潘沈涵利用未知素材制作了
一个月亮，上面一个帆船，很契合阿联酋的月
亮船。 凭借精湛的插花技艺，潘沈涵成为代表
中国出战的选手。

在现场目睹小潘夺冠，花艺项目中国专家
组组长朱迎迎十分兴奋。 她表示，在花艺项目
比赛中，对美的要求更为苛刻，植物在修剪后，
如果表皮损伤、叶片裂痕、花瓣折痕等瑕疵达
到 5处，清洁分就只有零分。 大赛还要求选手
学会“尊重植物”，花与花之间要有空间感、灵
动感。 阿布扎比比赛现场，“神秘盒”的环节是
要求选手“利用一个支点悬挂，做一个灯笼”。
具有园林绿化功底的潘沈涵巧妙利用盒子本
身和其他材料， 制作出颇具东方禅意的作品，
成为了全场三个完成全部作品的选手之一。

花艺的最高境界是精神追求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世界著名的花艺师。

我的偶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花艺大师———
‘架构花艺之父’葛雷欧，架构花艺试管是他
发明的， 我崇拜他身上展现出的花艺精神和
大师风范。 ”别看潘沈涵年纪小，心中的舞台
却很大。

指导潘沈涵的专家组成员、 金牌教练介
绍说，如今，社会经济发展对花艺师的需求越
来越多、层次也越来越高。 各种婚礼、宴会、酒

店布置，等等，都需要花艺师的设计。 而花艺
师的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劳动者， 应该对
自己有“艺术家”般的更高追求。

因为花艺融合了各国的文化基因，每个国
家的选手制作出的花艺作品也独具特色。在潘
沈涵看来， 欧美选手的花艺作品色彩鲜明，创
意感十足；亚洲选手普遍基础扎实，能吃苦、训
练充分，这些都是值得他不断学习的。

无论是比赛，还是生命本身，过程比结果
更重要。“有些作品因为高，需要站着完成，新
娘捧花制作过程很细致，需要坐着，坐着才能
定下心，去享受比赛的过程。 ”“几百种工具，
斜口钳、花艺刀、削花刀、切花刀、电钻、锯子
锯木头，花艺其实牵涉到很多，木工、珠宝、人
体花饰、铁艺、色彩，经常感到学无止境。 ”潘
沈涵说。

这位年轻的小将说，未来，他想开一家属
于自己的花店，“不一定是为了赚钱， 更是要
做出好的作品， 传递美好， 让更多的人感受
美、鉴赏美丽，这也是花艺的最高境界。 ”

（来源：文汇教育 张鹏/文）

18 岁男生潘沈涵
凭插花手艺问鼎世界冠军

入夜的亚斯岛体育场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参赛选手和观众们的热情被激昂的音乐和鼓点声点燃，大家热切期盼着比赛结果揭晓。当
主办方依次宣布 52个比赛项目的获奖情况时，“CHINA”在会场频频叫响，身披国旗的中国选手登台领奖，观众们激动地挥舞五星红旗，
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响彻全场。当地时间 10月 19日晚，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中国代表团实现
奖牌“大丰收”，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1999年出生、身高 1.91米的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学生潘沈涵身披国
旗，站在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舞台上———他获得了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 潘沈涵是此次中国出征阿布扎比世界技能大
赛代表团中年龄最小、个头最高的选手。

这段时间，有一本新书正在被杭州图书馆、宁波图书馆等大力推荐，
是一位 95后“学霸”写成的科普读物，书名叫做《心阅星空》。这本书是孙
邦正为天文爱好者写的入门书，在高二时就已经开始写了，经过多次修
改、完善，历时 4年才正式出版。孙邦正现在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的一位大三学生。 因为他在高中期间在天文方面大量的观测成果、
社会实践活动，美国多所高校伸出了橄榄枝；同时，金融专业方面也得到
了 3所美国高校的认可。最后，孙邦正遵从内心的想法，选择了自己喜欢
的天文，目前在麦迪逊分校天文与天体物理系学习。

95后“学霸”给同龄人写了本天文学教材

潘沈涵

孙邦正


